
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

壬寅年十月初八

总第4170期

记录时代 阅读松江

责任编辑：夏婷 美术编辑：刘飞飞 电话:021-37689000 E-mail:shsjbs@163.com

SONGJIANG NEWSSONGJIANG NEWS
“上海松江”App “上海松江”微信

地址：松江区九峰路2号1-14楼 热线：021-37689000 邮编：201600 邮箱：shsjbs@163.com 传真：021-37687711 沪内部资料准印证号（B）0117号 本报数字报纸：www.shsjb.com

内版导读

详见第二版

▲

打造充满历史风韵和
学府底蕴的活力新城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 文 蔡斌

摄） 习近平总书记 2022年 10月 16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目前，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已

在松江区各新华书店上架，满足市民

阅读学习需求（见上图）。

10月28日下午，记者在新华书店

松江平高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布置

了新书专区，在铺着红色丝绒桌布的

展台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码放

整齐、摆放有序。

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年 12月 5日（星期一）

下午至 12月 7日（星期三）上午召开，包括预备会

议，会期3天。

建议会议议程：

（一）选举由松江区产生的上海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二）审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松江区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

（三）其他。

特此公告。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0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彭璐） 10 月 28 日下

午，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汝青主持会议并向

常委会组成人员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准

确把握党的二十大对人大工作的新部

署新要求，持续推动新时代松江人大

工作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要坚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统领、谋划和推进人大

各项工作，真正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穿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到工

作成效上。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松江区公共空间

中健身步道建设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决定了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

召开时间和建议议程，根据该决定，区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下午至12月7
日（星期三）上午召开，包括预备会议，会

期3天。

□记者 符静

安装淋浴座椅、防摔扶手、加热马

桶盖……中山街道近期面向辖区全体

老年人启动了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根

据老年人不同的生活状况和居住环境，

“一户一案”进行改造，大大方便了老人

们的日常起居。

目前，每 10名松江居民中就有 3名

是 60 周岁及其以上的老人。松江自

2016 年成为民政部第一批社区和居家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以来，一直坚持

“9073”格局，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

深度融合，即 90%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

养老、7%老年人在老年化社区养老、3%
老年人在机构养老。围绕“充分、优质、

均衡”三个核心理念，松江从养老设施

供给、供需对接、服务质量、市场服务等

方面着力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努

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老有所安。

完善养老设施供给
社区养老基础坚实

“我腿脚不便，平时洗澡总要人搀

扶着，现在有了淋浴座椅和防摔扶手，

方便多了。”中山街道蓝天四村居民沈

先生称赞道。作为试点，这两年九亭镇

和岳阳街道已有 100 余户家庭完成改

造。“看起来是小改造，但非常实用，提

高了我们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九亭镇

居民乐幼妹同样赞不绝口。

小小的防摔扶手，折射着松江为老

服务的大情怀。而从大处着眼，松江投

资 4.8亿余元完成了松江社会福利院改

扩建。改扩建后的松江社会福利院是

全市规模较大的区级养老机构之一，设

置床位 1000 张，包括养老床位、护理床

位、失能床位和失智床位，满足多元养

老需求。同时，福利院配备互联网医院

功能，让老人们住在养老机构就能享受

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十三五”期间，松江按照人口比例

新建、改建养老床位共14处。截至2021
年 10 月底，全区拥有养老床位共 8420
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超过 40
张。在社区，围绕“15分钟社区生活圈”，

松江重点打造了一批与老年人“养、食、

居”密切相关的服务设施。目前，全区已

建成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9个、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 45个、老年人助餐点 83个、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331 个、社区睦邻点

236个，为社区养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探索农村养老模式
建设互助养老点位

农村空巢老人多、独居老人多，养老

服务设施和能力相对不足，农村养老曾

是一个“老大难”。为满足农村养老的需

求，“幸福老人村”“幸福老人家”模式出

现了，并逐渐成为了农村养老的亮点。

2016 年 2 月，叶榭镇堰泾村村民蒋

秋艳利用闲置农宅，借助农村公益养老

项目，成立了农村互助养老社区——“幸

福老人村”。在“幸福老人村”，老人们邻

里为伴，就连不少护理员也是本村的，老

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幸福养老。闲

暇时，他们如在家一般打理门前的菜园，

而“幸福老人村”里也经常开展剪纸、画

画等活动，提供助餐、日间照料等服务，

让老人们生活更方便舒适。

随着松江探索推广“幸福老人村”

模式，泖港镇黄桥村“幸福老人村”2.0
版本上线，建设标准和理念更新使得适

老化、专业化品质有了大幅提升。黄桥

村选择了公建民营管理方式，建设主体

为镇政府、村委会、集体资产，养老设施

的新建、改造、租赁、置换统一由属地政

府操作，运营主体则是拥有养老机构运

营经验、居家养老服务经验的社会组织

或企业。

与此同时，松江还不断推广农村地

区示范睦邻点“幸福老人家”建设，利用

老人的房屋和民办老年活动室，建成集

灶头间、客堂间、吃饭间、卫生间、书房

间为一体的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

点。目前，全区已建成“幸福老人家”45
个，形成以政府牵头、社会参与、村委会

负责、老人自愿的发展机制，促进农村

养老常态化发展。

创新养老服务项目
满足老人特殊需求

“父亲佩戴着AI血压计，可以将他的

血压等健康数据实时发送到我手机上，

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担忧。”陆昌明老人

的女儿告诉记者。这得益于松江区推出

的“幸福久久”为老服务，这是一个政府

出资、委托第三方开展的智慧养老项目，

老人们佩戴的仪器，除了实时上传身体

健康数据外，还可以提供紧急情况一键

呼叫、防走失等多样化功能。项目自

2013年推出以来，深受市民好评，进一步

巩固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地位。

这只是松江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针对居家养老，松

江不断完善供需对接体系，开展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建设、“老吾老”计划、“老伙

伴”计划等，帮助老人及家属提升照护

能力。比如在“老伙伴”计划中，低龄老

人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到社区医院

配药等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松江还

有序推进上门助浴、关爱帕金森患者、

老年人摄影、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

升行动等创新项目，满足不同老年群体

的特殊需求。

松江还积极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模

式，实现150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内，

医疗机构设置全覆盖。比如，与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合作，在松江社会福利院

分院等4家养老机构开展“互联网医院+
养老院”建设，也是全市唯一的试点项

目。此外，松江还不断加大认知症床位

建设，在区社会福利院认知症照护标准

化试点的基础上，设立上海市首个认知

症照护基地，在佘山敬老院、泗泾国松

康养养护院等养老机构内，共设置认知

症床位796张。

□记者 王颖斐

走进松江，一座座设施先

进、服务细致的美术馆、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引人探索；一场

场非遗活动、艺术节、群众文

化活动、民间文艺演出精彩不

断……近年来，松江正以全新

的姿态，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书写“远看青山绿水，近看人文

天地”的诗意栖居新篇章，绘就

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日前，区文旅局公共服务

科科长杨雨清和产业发展科科

长唐红伟一起走进区融媒体中

心《非凡十年·松江变迁——我

的家乡变了样》可视化访谈直

播间，畅谈非凡十年松江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新时代美

好生活的无限精彩。

全域是景 处处可赏
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

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

十 年 来 ，松 江 持 续 探 索“ 旅

游＋”全域全要素融合发展，高

质量打造国际大都市文旅标杆

区。2017至 2021年，松江接待

游客 8353.2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559.86 亿元，旅游总收

入年均增长9.15%，旅游业对地

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攀

升。2019 年，松江成功创建首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并荣

获中国文旅融合示范奖。2020年，松江入选第四

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名单。2021年，松江

区成功当选首批长三角高铁旅游小城，上海佘山

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松江实现了由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

式转变。”唐红伟介绍，“十三五”以来，松江创新探

索形成以项目建设引领、文化节庆兴旅、公共服务

升级、贯标创特提升、旅游人才强旅、旅游产业融

合六大工程为抓手的全域旅游发展路径，深入打

造旅游目的地形象。2017年编制《松江全域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构建“一核一带四区”的全域旅游

发展主功能区，形成了山城连景、水陆联动、主客

共享、全域发展、全民参与的大旅游空间布局。

2020 年编制《松江区文旅融合发展“十四五”规

划》，构建“一核两廊三极”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增强区域旅游新动力，提升松江旅游高质量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同时，松江推动“旅游+”战略，打造乡村旅游

“泖田谷”、工业旅游“科创谷”、文化旅游“人文谷”、

休闲旅游“会务谷”、主题旅游“欢乐谷”，培育形成

“五谷丰登”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如今，辰山草地音

乐节成为海内外知名旅游节庆品牌，钟书阁、朵云

书院成为上海文化旅游新地标，上海佘山世茂洲际

酒店、广富林文化遗址成为国内外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上海世茂精灵之城主题乐园蓝精灵乐园，希尔

顿、宰相府等酒店建成运营，乡村民宿、露营、研学、

骑行等旅游新业态也越来越受欢迎。

文化“浸润”品位提升
2017 年，松江在全市率先制定《人文松江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至今已实施了两轮，其核心就

是围绕“书香之域、书画之城、文博之府、影视之

都”为特色的文化名城，持续推动人文松江建设往

深里走、往高处建。

养老设施供给、供需对接、服务质量、市场服务等全面发力，
松江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

高质量养老守护幸福“夕阳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出版

松江各新华书店上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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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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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八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讯员 李嘉

辉）松江企业上海创蓝云智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日前成为中国移动国际

“2022年度最具价值合作伙伴”，这是本

次中国移动国际公布的唯一一家国际

A2P短信业务最具价值合作伙伴，彰显

了创蓝云智作为全球知名云通讯平台，

在技术创新、运营服务、资源覆盖等多维

度助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所作的贡献。

近年来，创蓝云智立足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凭借全球领域的网络

覆盖和业务服务能力，与中国移动国际

开展合作，双方在信息通信、5G、一键登

录、大数据开发与服务等多个重要行业

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实现产品、方案、渠

道等能力的融合与互补。在商业创新的

基础上叠加科技创新，共同帮助中国出

海企业更好把握海外市场机遇。

“双方将合力推进云通讯全球化高

质量发展。”创蓝云智国际化事业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据了解，作为一家已经出

海 7 年的中国云通讯企业，创蓝云智拥

有全球30余家主流运营商的直连能力，

积累了深厚的海外资源和运营经验，产

品和服务覆盖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

在云通讯领域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创蓝云智成为中国移动
国际最具价值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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